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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综合

他们接力他们接力““奔跑奔跑””在转运路上在转运路上

■记者 邢蓓琳 张琦 黄小清 郁婷苈

疫情防控期间，转运隔离人员是冲锋在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为将相关人员安全转运隔离，负责人员转运的社区工作人员几

乎开启“连续通宵”模式，穿着“大白”防护服，冲在“最前线”，与病毒赛跑，和时间赛跑……

寒风中浑身是汗寒风中浑身是汗、、通宵是常态通宵是常态

记者手记

〈〈〈〈〈〈〈〈〈〈

凛冽寒风是伙伴，昼夜颠倒是常态，高度紧张是状态。转运工作虽然
只是社区抗疫的一个环节，却也展现出无数基层工作人员吃苦耐劳、坚强
勇毅的品格，他们无怨无悔，任劳任怨，用“硬度”与“温度”连接起了一条生
命线，展现出静安人的责任担当、行动效率，体现出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精准
治理的能力。

逆风前行逆风前行，，跑赢病毒传播速度跑赢病毒传播速度

面对接踵而至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处置任务，静安寺街道的社区干部们
夜以继日，逆风前行，冲锋在疫情防控最前沿，把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
控、综合防控各项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跑赢病毒传播速度，织密守牢疫情防控
坚实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从1月13日开始，景华居民区“85后”党总支书记张寒韵每天最多只能休
息两个多小时。“真的很累。”张寒韵说，自己平时入睡时总是把手机调到振动
档，最近几天哪怕是眯一会儿都是保持铃声开启状态，还要开着灯、放着音乐，
就是为了防止自己不小心进入熟睡状态而错过居民的来电。

这几天，街道和居民区接到密接、次密接人员转运隔离以及密接、次密接人员
楼栋封楼的指令基本都在晚上，甚至是半夜或者凌晨。街道相关部门和各居委干
部都根据防控工作要求，第一时间响应，在深夜的严寒中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一位年逾七旬的社区居民在得知自己需要转运隔离后就开始收拾行李。
居委干部登门时惊讶地发现，老人满满的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大马甲袋里，不
仅有换洗的衣服，还装着电饭煲和食用油。尽管居委干部一再解释，隔离点提
供餐食，不需要自己做饭，老人仍然坚持带着这些行李。为了安抚老人情绪，居
委干部只得帮着老人拎起了行李箱和马夹袋。虽然室外寒风瑟瑟，穿着防护服
的居委干部在穿过窄小的弄堂后已经浑身是汗。

愚谷邨居委会由9名工作人员组成，是静安寺街道“社工年龄跨度最大”的
队伍。这几天，每天工作超12小时是常态。“舍小家顾大家”，是他们最常挂在
嘴边的话。

1999年出生的社工花贤虽然年纪轻，但已经在愚谷邨居民区服务了一年
半的时间。社区防疫，她一直冲在最前头。在转运隔离人员中，有一户家庭让
花贤印象尤为深刻。女儿是密接，但80多岁的老母亲才刚动好手术，不能下床
自理，女婿也因为疫情耽搁在其它地方，女儿担心自己到隔离酒店后妈妈没人
照顾，一直不同意转运。为了跑赢病毒，花贤上门几十次，反复耐心劝说女儿，
同时也积极协调女婿做好核酸检测，回家照顾老人。最终赶在转运车辆到达前
让女儿同意转运隔离。

转运转运““接力跑接力跑”，”，从凌晨忙到早上从凌晨忙到早上

1月14日晚11点多，曹家渡街道干部接到紧急通知：街道内共118位居民
为次密接人员，需要立即转运至相关隔离点。与以往不同，此次转运涉及街道
内14个居民区，人员分散且数量较大，时间紧，任务重。

拿到名单后，不到1个小时，由曹家渡街道、居委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安统筹协调的4个应急工作小组就迅速抵达了转运现场，在各个居民区之间进
行转运的“接力跑”，争分夺秒，通宵达旦，从凌晨一直忙碌到早上六点，及时、迅
速地完成了这次转运任务。

一遍遍核实信息确保无误、提前打电话通知居民并提醒做好准备、耐心细
致地向居民沟通解释、打不通电话的就挨个上门敲门通知……在这个寒冷的不
眠夜里，曹家渡街道14个居民区的各项防疫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因为时间比较晚，有些居民已经睡着了，电话联系不上，我们就想尽办法
用他们理解的方式做好工作。”

“有些居民在提前接到电话通知后不敢睡着，我们就提醒他们准备好了东
西后可以先睡会儿，转运车到了后我们会再上门通知。”

“疫情防控第一位，坚守转运最前线。转运工作到天亮，撸起袖子接力跑。”
这是曹家渡街道营商办主任王海燕所在的防疫工作小组中大家经常互相鼓励
的口号。令她感触最深的是，街道、居委、卫生、公安各方积极协调配合，拧成一
股绳、干好一件事，正是这股力量，遇到问题时，让大家齐心协力解决各种问题，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顾静负责本次所有转运人员的统计汇总、医
生任务分配等工作，连日来与社区工作者一起并肩作战，她表示：“疫情防控就
是一场不能懈怠的赛跑，我们抢在第一时间和病毒赛跑。”

在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状态下，大部分防疫人员只能维持断断续续的睡
眠，曹家渡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徐福康对记者说，面对这些艰苦，大家都
毫无怨言，只希望能做好本职工作，确保居民生命安全万无一失。

截至1月16日，曹家渡街道万航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高凌云已连续熬了5个
大夜，前后共转运18位居民。高凌云告诉记者，每天一接到通知就立刻出发，
回到家时不是半夜就是天亮时分了，等待转运车辆时，最长时间从晚上11点等
到了次日早上5点，顶着黑眼圈，第二天白天又继续进行日常排摸、重点人群管
控等居民区工作。“这次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大的挑战，很考验我们居民区的工作
能力和协调能力，加上时间紧，丝毫不敢松懈，一定要不折不扣做好各项管控工
作。”在转运中，高凌云了解到一户人家里有一位孕妇需要和母亲一同隔离，她
叮嘱孕妇的母亲，让孕妇先好好休息，等转运车到了后再来通知，如果有突发情
况，及时保持联系。

记者在采访中还获悉，一个居民区住着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和她一起成
为次密接的还有大女儿，但大女儿已经在其它区被转运接走，老人听到要隔离的
消息后有些紧张。街道干部第一时间向老人耐心解释，安抚老人情绪。考虑到老
人年事已高又无人照顾，居委干部耐心询问、了解老人的家庭情况后，想办法与老
人的小女儿联系，劝说其到场，最终老人才安心地同女儿一起前往集中隔离点。

““闭环转运闭环转运””隔离人员隔离人员，“，“大白大白””们冲在们冲在““最前线最前线””

“这几天通宵是常态。最晚一天是凌晨5点结束转运，回岗位继续待命。
虽然几天下来有些疲惫，但我们做的这一切很值得。”在江宁路街道，“80后”社
区工作者谢晨负责人员排查和人员转运工作，一周以来，工作人员平均每天工
作16个小时，坚守在岗位一线，严格按照排查要求，安全顺利地将人员转运，守
护着人们的平安。

1月11日晚开始，江宁路街道6栋居民楼实行了闭环管理，48小时期间涉
及近千余人核酸检测及闭环管理。在之后的连续几日，辖区又有多栋楼实行闭
环管理48小时，涉及6000余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街道组织专班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确
保第一时间完成人员排查任务。在流调信息确认后，社区医院上门进行相关人
员的采样。除了场所人员的核酸检测、环境采样、终末消毒，落实居家隔离的人
员等工作之外，被排查确认为需要转运隔离的人员将被完成转运。

“我们要全力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也要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做好和居民的解
释沟通工作。”谢晨告诉记者，由于疫情防控的情况紧急，转运都是在晚上到凌
晨时段，有的时候尽管提前联系了，但还是会出现有的居民打不通电话或是居
民有情绪的情况，但大部分居民都很配合和理解，“要迅速想办法解决问题，要
注意细节、区分情况，确保每一次顺利、迅速转运到隔离点。”

转运工作不只是做转运工作不只是做““接送员接送员”，”，更是做更是做““协调员协调员””

1月11日晚，南京西路街道古柏居委会突然接到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对一
名次密接人员采取转运措施。

疫情就是命令，居委干部迅速展开行动，第一时间清点防护物资、安排好人
手奔赴居民点。“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心里替居民着急，所以同事们迅速分工协
作，联系住户、对接转运车辆、核对流程细节……确保各项工作无缝对接。”古柏
居委会主任汤永珍说。

随后几天里，一张张转运通知接二连三地传来，让居委本不富裕的人手一
下子变得捉襟见肘了起来。“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工作人员轮班
对接转运工作，做到居委24小时不断人、手机24小时待命。”她说。

实际上，转运工作不只是做“接送员”，更是做“协调员”，需要应对各类突发
状况。

汤永珍告诉记者，有的居民对防疫工作不熟悉或不理解，一听要转运隔离，
会产生些许抵触情绪，“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先倾听居民的心声，安抚他们的情
绪，了解他们的难处，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细致地
做工作，才会赢得居民的理解和配合。”

汤永珍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已是凌晨1点多，一名次密接人员需要紧急连
夜转运，然而对方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时间紧任务重，居委干部立即分头行
动，有的穿好防护服上门寻找，有的联系对方的家人想办法对接。终于，在半小
时内一切安排妥当后，她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前几天，看到‘上海静安’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推文叫《很抱歉，凌晨1点打
电话给你，但我不是骗子……》，感觉一下子说出了我们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
汤永珍说，我们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做情况摸排、转运工作，有时候对方被吵
醒后，本能会认为是“诈骗电话”，当时感觉很无奈也很着急，恨不得直接跑到对
方家里敲门说清情况。汤永珍表示，“转运工作看似简单，实际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每次转运前都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

记者了解到，封控期间，一位居民联系居委会表示，家中人员出现呕吐症
状，已经服药但未见效，担心可能是胃出血或胃炎。得知这个消息，居委工作人
员迅速上报并核实相关情况，第一时间联系附近医院进行转运。

“辛苦没什么，只要疫情能尽早地过去，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汤永珍说。


